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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擦清歷史鏡 走好未來路
南京大屠殺80周年 中國公祭死難者

香港文匯報訊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
家公祭儀式昨日上午在南京舉行，全
國政協主席俞正聲發表講話。據中新
社報道，俞正聲指出，中國將始終堅
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呼籲以史為鑒、
面向未來，中日兩國世代友好下去。

中國自身慘歷 永不強加他族
俞正聲強調，和平需要國際社會共同

努力，需要大家一起坦誠面對歷史，從
歷史中獲得維護和平的力量。為了和

平，世界各國人民要同心協力，共同維
護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核心的國
際秩序和國際體系，共同推進人類和平
與發展的崇高事業。為了和平，中國將
始終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無論發展到
哪一步，中國將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
擴張，永遠不會把自身曾經經歷過的悲
慘遭遇強加給其他民族。

搬不走的鄰居 把握合作方向
俞正聲表示，中日兩國是近鄰，是

搬不走的鄰居。中日民間交流歷史悠
久，底蘊深厚。中國將按照親誠惠容
理念和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周邊外交
方針，深化同包括日本在內的周邊國
家的關係。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5
周年，明年將迎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
締結40周年。中日兩國要從兩國人民
根本利益出發，準確把握和平、友
好、合作大方向，以史為鑒、面向未
來，世代友好下去，共同為人類和平
作出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賀鵬飛南京報道）經中共
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批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
遇難同胞紀念館被設立為「海峽兩岸交流基地」。
昨日下午，國台辦副主任劉結一向紀念館授牌。
今年的國家公祭儀式首次邀請新黨主席郁慕明
等十餘位台灣嘉賓參加。紀念館館長張建軍表
示，作為傳承歷史記憶的公共文化設施，紀念館
在對台交流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2000年，台
灣星雲法師將旅美畫家李自健創作的三聯畫《屠

．生．佛——南京大屠殺》捐贈給紀念館，星雲
也曾多次來紀念館，希望讓更多的台灣同胞了解
這段歷史。多年來，紀念館先後接待了中國國民
黨榮譽主席連戰、新黨主席郁慕明等多個來大陸
交流的台胞參訪團。
張建軍說，南京大屠殺慘案是兩岸人民的共同

歷史記憶。紀念館將邀請更多的台灣同胞特別是
青少年前來參觀，為促進兩岸交流發揮更積極的
作用。

80年前的1937年 12月 13日，侵華日軍侵入南京，對中國同胞實施長達40多天滅絕人性的大
屠殺，30萬生靈慘遭殺戮，留下人類文明史上最黑暗
的一頁。2014年2月27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
七次會議通過決定，以立法形式將12月13日設立為南
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

萬人出席公祭全城響警報
公祭儀式昨日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
館舉行。紀念館集會廣場莊嚴肅穆，現場國旗下半
旗。約1萬名各界代表胸前佩戴白花，靜靜肅立。
9時58分，習近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步入儀式現
場，站在各界代表方陣前。中國人民解放軍三軍儀仗
隊18名禮兵肩槍齊步行進至公祭台兩側佇立。
10時整，公祭儀式開始。軍樂團演奏《義勇軍進行

曲》，全場高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嘹亮的歌聲響
徹雲霄。國歌唱畢，全場向南京大屠殺死難者默哀。
同一時間，公祭現場和南京全城拉響防空警報，汽
車、火車、輪船汽笛齊鳴，行人就地默哀。

會倖存者盼記憶傳承下去
默哀畢，軍樂團演奏《國家公祭獻曲》，中國人民
解放軍三軍儀仗隊禮兵抬着8個花圈，緩步走上公祭
台，將花圈敬獻於「災難牆」前。80名南京市青少年
代表宣讀《和平宣言》（見另文）。

公祭儀式結束後，習近平走進紀念館展廳，參觀了
《南京大屠殺史實展》。參觀結束時，習近平在簽字
簿上莊重簽名。
隨後，習近平親切會見了南京大屠殺倖存

者代表和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作出貢獻
的國際友人親屬代表。習近平與大家一一握
手，詢問他們「今年高壽」「身體好嗎」，
希望他們健康幸福，一代一代把記憶傳承下
去。習近平說，無論歷史的美好，還是歷史
的災難，都需要真實。前事不忘，後事之
師。我們要擦清歷史的鏡子，抹去灰塵，以
史為鑒，走好未來的路。

中外人士捐百餘文物史料
昨日，多位中外人士向紀念館捐贈了

120餘件文物史料，其中包括南京審判戰
犯軍事法庭庭長石美瑜在日本戰犯死刑判
決書底稿上使用的印章，以及約翰．拉貝
在南京大屠殺期間使用過的官印、鋼印等
一批珍貴實物。
石美瑜曾主持日軍重要戰犯谷壽夫、酒

井隆等案的審判工作，以及偵訊間諜川島
芳子，因調查證據詳盡享譽中外。其子石
南陽昨日表示，今次家人捐贈的印章是去
年其母親去世後整理遺物時發現，和此前
捐贈的谷壽夫判決書底稿合璧，相信能
讓更多人得到警醒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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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是南京
大屠殺80周年紀念

日，也是第四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
家公祭日。
冬日的南京異常寒冷，十位身影佝

僂的南京大屠殺倖存者一早就來到現
場，在刺骨寒風中靜靜等待公祭儀式
開始。在80年前的那場大屠殺中，他
們的親人慘遭屠戮、屍骨無存。自從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建成以來，他們便將這裡當作固定的
祭奠場所，每年12月13日都不約而
同地聚集於此。

仍在世不足百人
他們是那段黑暗歷史的親歷者和見證

者，令人痛心又無奈的是，這些風燭殘
年的老人也在不斷消失於歷史之中。就
在國家公祭日前3天，最年長的南京大
屠殺倖存者管光鏡老人與世長辭，享年
100歲。目前，經官方確認、登記在冊
的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已不足百人。
每年的儀式現場，這些倖存者都會

不厭其煩地講述家族的不幸歷史。香
港文匯報記者採訪過的多位倖存者均
表示，他們雖然預感到時日無多，但

是他們自己並不害怕死亡，因為和親
人相比，自己幸運地多活了80年。他
們更害怕自己死後，那段歷史很快被
人遺忘。

恐難等到日道歉
88歲的倖存者夏淑琴說，她擔心有

生之年無法等到日本政府謝罪道歉，
也擔心後輩忘記他們曾經遭受的痛苦
經歷。因此，只要自己活着一天，就
要把這段歷史講給自己的後輩和其他
年輕人聽。
實際上，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南京

大屠殺歷史確曾被不少人遺忘。甚至
連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國法官梅汝璈
的女兒梅小侃，年輕時也從未聽說過

這段歷史。當她從父親的文章中讀到
這段駭人聽聞的歷史時，她感到震驚
不已。梅小侃說，1961年，父親在全
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的內部刊
物中發表了一篇文章，呼籲對相關歷
史進行深入細緻的研究，可惜在當時
的歷史環境下沒有實現。

所幸的是，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中
國開始積極搶救和發掘這段歷史，建成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設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
為了將來，我們要記住過去的歷

史；為了子孫後代，我們要記住先輩
的故事；為了避免歷史悲劇重演，我
們要為和平作出不懈努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賀鵬飛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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倖存者：不怕死亡 只怕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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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殺紀念館 獲授牌促兩岸交流

巍巍金陵，滔滔大江，鍾山花雨，千秋芬芳。

一九三七，禍從天降，一二一三，古城淪喪。

侵華倭寇，擄掠燒殺，屍橫遍野，血染長江。

三十餘萬，生靈塗炭，煉獄六周，哀哉國殤。

舉世震驚，九州同悼，雪松紀年，寒梅怒放。

亙古浩劫，文明罹難，百年悲歎，警鐘鳴響。

積貧積弱，山河蒙羞，內憂外患，國破家亡。

民族覺醒，獨立解放，改革振興，國運日昌。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殷憂啟聖，多難興邦。

八十整載，青史昭彰，生生不息，山高水長。

二零一七，國家公祭，中外人士，齊聚廣場。

白花致哀，莊嚴肅穆，丹忱抒寫，和平詩章。

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大德曰生，和氣致祥。

和平發展，時代主題，民族復興，世代夢想。

龍盤虎踞，彝訓鼎銘，繼往開來，永誌不忘。

資料來源：澎湃新聞網

《和平宣言》南京市文聯顧問 馮亦同

■■習近平親切會見南京大屠習近平親切會見南京大屠
殺倖存者代表殺倖存者代表。。 新華社新華社

■ 8 位倖存
者參加在紀
念館「哭牆」
前舉行「世界
和平法會」。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賀鵬飛攝

■■日本日本「「銘心會銘心會」」成員來南京參成員來南京參
加公祭加公祭。。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旻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旻攝攝

■■禮兵抬起禮兵抬起
花圈走向公花圈走向公
祭台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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